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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足而思奋起，为振兴桐梓教育事业出谋献力。

在《桐梓县教育志》纂成之际，谨以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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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任启文

●，J■■1●●



凡 例

一、《桐梓县教育志》坚持“详今略古"原则。年代断限上

足当代，侧重现代，因事属类而上溯近代、古代或从事件发端

断至1992年底，部分史实延伸记述至成书之前。

二、本志所记主体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各级各类教育，

教育的部分内容。

三、本志主著述，辅纂辑；详事业，略机构；详关键，略

型，略一般；详首创，略后续；详独具，略共有。编纂横排事

末，按章、节、目、项四级排列。《概述》、《大事记》未列章；

集中置卷首；表与附录随文置列。

四、历史纪年，按当时习惯称谓并夹注公历；旧地名夹注今名。数字

书写，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

标准。

五、本志坚持“生不列传"原则。传略所记，采录难周，仅据已知资

料。

六、为使行文简洁，凡专用名词、术语过长者，除首次出现时用全称

外，余用简称。如“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央农业广播学校桐梓

分校"简称“农广校”。

七、桐梓县城于1949年11月23日解放，文中所称“解放后”，即自

此日起。

八、资料来源于省、地、县档案馆，教育局、财政局、县属学校所存

文书档案资料；《桐梓(民国)县志》、《桐梓县文史资料》、私家著述、个

人回忆录、口碑资料经过考证亦有所采用。限于体例，均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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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桐梓县位于贵州省北端，素有“黔北门户”之称。县境东毗正安、绥

阳，南邻遵义(县)、仁怀，西连习水、綦江，北接重庆万盛(区)和四川

南川。其形宛若一柄硕大的绿色玉如意斜卧于蜀边黔境。在3200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栖息着17个民族58万人民。今辖24个乡(镇)503个村与19

个居委会。县治设于娄山关镇。

县境教育，宋元以前，因地处边徼，关山厄塞，f-]p紧闭，经济落后，

发展甚为缓慢。此间，虽有秦汉打通西南夷道，中原和巴蜀文化流入县境，

西汉犍为郡以文学著称于神州的舍人著《尔雅》三卷，东汉黔人尹珍游学

中原后回黔北设堂传经，宋播州进士赵炎卯、犹道明著有诗集等诸端记载，

但直接有关桐梓教育兴废的雪泥鸿爪，几无文字可考。

明代以降，朝廷为使黔地之民“知君臣父子之道"，以“变其土俗同于

中国”，始施“礼乐教化”。明初，建播州长官司学，后升宣慰使司学。成

化年间，川人赵伯善在魁岩栈附近设馆授徒，此为首见于方志的县境第一

间私塾。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置桐梓县后，建县学一所。万历三十六

年(1608年)，桐梓奉令办社学22所，延师22人。清顺治初年置学官，首

任桐梓学官为部选训导李含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立县学明伦堂，

招纳社学、义学、私塾优秀生员人堂深造。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建敷

文书院于城南官渡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移敷文书院于明伦堂左侧，

更名鼎山书院，并设考棚，把桐梓教育推向了一个较高层次。明清两代，这

些塾馆、社学、义学、书院培育了大批文人学士。这些文人学士绝大多数

在赋闲之际或公务之余，又任教于塾馆、社学和书院，推动着桐梓文化教

育事业的发展。此间，教育之发达，就文学论，创作诗歌五万有奇，另外

还有大量的散文篇什，彪炳史册的文学家不下百人；就科举论，举人95人，

恩贡26人，拔贡25人，副榜21人，岁贡148人，附贡3人，恩赐翰林院

检讨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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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朝廷行维新政策，诏停科举，改设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将鼎山书院改设为高等小学堂。在此后的四五年间，桐梓城乡相继创

办初、高等新式学堂20所，其中女子初等小学堂2所。这些学堂的创设，

一扫明清旧式教育的陈腐风气，为学生引来了中外政治和世界先进科学知

识的活水源头。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滇军侵扰，土匪蜂起，学校教育几近停废。民

国十五年(1926年)，桐梓系军人集团执掌贵州政权。他们建机构，捐经费，

修校舍，聘教师，购图书，公、私立学校纷纷恢复，桐梓教育事业逐步走

向兴盛。民国二十二年秋，县立高初两级小学校附设初中班。民国二十五

年，附设初中班独立为县立初级中学。抗日战争期间，祖国半壁河山沦陷。

桐梓是抗日的大后方之一，国民政府的许多机关相继迁来，其教育单位即

有“中华民国海军学校”、“四十一兵工厂子弟学校”、“军政部兵工署第十

技工学校”、“教育部第五战区战地中小学教师第四服务团桐梓中山班”、

“国立女中桐梓分校”、“贵州第一保育院’’等。一时间，名师硕士，联袂而

来，把桐梓教育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民国三十五年，内战爆发，财

政收入首先供充军费，教育事业再受摧残。两年后，裁撤小学62所，几占

全县总数的三分之二。民国时期，教育形式较为单一，除初等教育、中等

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外，幼儿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收效甚微。

．。解放后，中共桐梓县委、县人民政府重视教育。解放初，规定所有学

校“维持现状，立即复课’’。1950年，恢复小学32所，省中、县中恢复后

并为一校，更名“桐梓中学”。1953年至1957年，教育事业蒸蒸日上，各

级各类学校稳步发展；扫盲教育成果丰硕；幼儿教育势头良好。1958年，在

“大跃进’’的形势下，违背教育规律，盲目冒进，学校猛增，正常教学秩序

被打乱。1961年以后，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对学校大加压缩，致使农村儿

童无校可入，停歇了十多年的私塾又一度出现。至1963年后，教育事业才

逐步恢复生机。“文革”期间，桐梓教育遭受严重破坏，教育战线一片混乱。

学校数目虽有增无减，但层层拔高，“穿靴戴帽”，致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粉碎“四人帮”后，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布局、间数、教师进行了调

整。此后的十多年间，教育事业一直健康发展，成绩卓著。经上级主管部

门检查认定，1987年宣布桐梓为‘‘基本无盲县”，1990年又宣布桐梓为

“基本普及初等教育”县。至1992年底，全县有幼儿园24所，教职工118

人，人园幼儿2966名；有小学408所，教职工2937名，在校学生7438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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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学43所，教职工627名，在校学生15207名；另有高级职业中学、农

业广播学校、卫生学校等，已初步形成了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协同发展的完整体系。

桐梓四百多年的教育发展史，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均是有益的启

示。，如何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不断提高教育水平，在较短的时间内步入教

育发达的县市行列，这是时代赋予桐梓人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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